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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引 黄 灌 区 分 自 流 灌 区 和 扬

水 灌 区 两 部 分 ， 自 流 灌 区 即 宁 夏 平

原，地处河套西部，由卫宁、青铜峡灌

区组成；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家投

入大量资金兴建了固海、 盐环定、红

寺 堡、 固 海 扩 灌 等 4 处 大 型 扬 水 工

程，将 黄 河 水 引 上 高 原 ，在 滴 水 贵 如

油的亘古荒原开发良田 10 万 hm2，成

为扬水灌区。
灌 区 涉 及 16 个 县 (市 、区 )及 20

多 个 国 营 农 场 ， 总 土 地 面 积 4 ．44
万km2，人口达到 380 万人。截至 2007
年 年 底 ， 灌 区 灌 溉 面 积 达 到 46 万

hm2，粮 食 产 量 20．5 亿 kg，灌 区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和 粮 食 总 产 量 分 别 占 全 自

治区的 90％和 80％，是宁夏工农业生

产基地。
至 2007 年年底，宁夏引黄灌区改

建和扩建干渠 17 条，总长度2 296 km，
支渠 3 000 多条，总长度 7 000 多 km，
引 水 能 力 750 m3/s， 灌 溉 面 积 近 46
万 hm2 ； 有 排 水 干 沟 41 条 ， 总 长 度

1074km，支沟 1564 条，长度 3170 km，
排水能力 915 m3/s，控制排水面积62.8
万hm2，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灌排系统。

一、骨干沟道现状及功能

1.现状调查

引 黄 灌 区 排 水 沟 主 要 分 布 于 卫

宁 和 青 铜 峡 河 东 、河 西 等 灌 区，骨 干

沟 道 基 本 建 成 于 20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现有干沟 32 条，总长 800．4 km，控

制排水面积 43.45 万 hm2，排水能力达到

820m3/s，2007 年排水量 32．32 亿 m3。
经过 50 年的建设，目前，灌区已

形 成 了 比 较 完 善 的 排 水 沟 系 统 。 近

年，自治区多方筹集资金对直接影响

农业生产的部分沟道进行整治，先后

对干沟进行清淤治理 400 余 km，配套

了 各 类 建 筑 物 ，其 经 济 效 益、社 会 效

益及生态效益显著。

2.沟道主要功能

宁 夏 引 黄 灌 区 的 最 大 特 点 就 是

有灌有排，排水与灌溉是不可分割的

两个方面。 灌区排水沟承担着农田排

水、排洪、排污等重任，而且这种作用

越来越显著。 排水通畅就能实现农业

丰收、灌区防汛排涝安全及生态与环

境改善。 反之，则会造成土地盐碱化

加剧，农作物减产，生态与环境恶化，
洪涝成灾等恶果，直接威胁到宁夏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农田排水、排盐功能

沟道排水具有降低地下水位、带

走 水 土 盐 分、防 止 土 壤 盐 碱 化 、改 良

盐碱地的作用。 监测表明，每年排水

可减少土壤盐分 35%～46%。 据统计，
灌区骨干排水沟建成以后，盐碱地及

中低产田面积减少了近 60％。
（2）防洪功能

灌区 排 水 沟 作 为 洪 水 入 黄 河 的

重 要 通 道， 在 防 汛 方 面 发 挥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近 年 ， 宁 夏 加 大 了 蓄

洪、排 水 沟 道 的 综 合 整 治 力 度，先 后

修 建 了 河 西 总 排 水 干 沟 、星 海 湖、镇

北 堡 拦 洪 库 等 水 资 源 利 用 工 程 ，并

疏 通 了 相 关 沟 道 ， 其 排 洪 拦 洪 减 灾

效果明显。
（3）排污功能

灌 区 人 口 聚 集 ，工 业 密 集 ，经 济

发达，每年经排水沟排出的工业废水

及城镇生活污水约 3.30 亿 t。

二、骨 干 排 水 沟 存 在 的 主 要

问题

1.沟道淤积、塌坡及建筑物老化

失修严重

调查资料显示，灌区干沟严重的

淤积、 边坡坍塌段占总长的 55％，建

筑物完好率仅 46.4％。 灌区流沙分布

广泛，排水沟深度大多小于 2 m，且极

易淤积坍塌， 沟道经常出现淤堵，排

水不畅， 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灌区耕地仍有中、重盐碱地 3.33
余万 hm2，占 8％。

2.沟道污染十分严重

进 入 排 水 沟 的 污 水 主 要 污 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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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 2～4 倍，致使沟道污染严重，灌溉

期有 10％左右的沟段水质超过国家Ⅳ

类标准， 非灌溉期有 20％的沟段水质

超过国家Ⅳ类标准， 并有进一步加重

的趋势。 污水对建筑物的腐蚀破坏作

用很大， 对沟道内护坡植被及治理工

程也有很大的破坏。另外，沟道污水均

排入黄河，对黄河水资源造成污染。

3.治沟经费无保证

现 自 流 灌 区 水 价 为 2.45 分/m3，
扬水灌区在 10.5～15.5 分/m3， 综合水

价只有供水成本的 2/3 左右。 水价低，
收入有限，发放职工工资都有很大的

难度， 只能对渠道进行简单的维护，
很难拿出资金用于沟道治理。

4.沟道整治受重视程度不够

长 期 以 来 ，由 于 “重 灌 轻 排 ”，在

基本建设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总是优

先安排灌溉工程以确保正常灌溉，沟

道治理工作则摆在了次要位置，只是

在秋冬季进行部分清淤，达不到根本

治理的目的。

5.管理不到位

水利厅虽然在灌溉管理局设置了

沟道管理科，但既没有工作经费也没有

项目支撑，沟道管理工作基本处于失控

状态。 各基层水务部门既无专管机构，
无专管人员，无管理经费，相关制度也

不落实。 由于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导致沟道的管理水平不高。

三、沟道治理及管护措施

1.治理规模及措施

（1）治理规模

据调查， 宁夏引黄灌区需要清淤

干沟 431.9 km， 防塌治理 145．14 km，
建筑物大修 272 座，建筑物重建 176 座。

治 理 沟 道 投 资 较 大 ， 要 因 地 制

宜，分期分批逐步解决。 建议制定一

个 完 整 的 引 黄 灌 区 骨 干 排 水 沟 治 理

实施方案， 优先治理极严重塌坡段、
汇流处塌坡段、建筑物上下游塌坡段

及改造重要建筑物。 规划青铜峡灌区

沟 道 整 治 随 青 铜 峡 灌 区 改 造 一 期 工

程进行，卫宁灌区沟道整治随沙坡头

灌区改造进行。 目前实施的引黄灌区

续 建 配 套 与 节 水 改 造 工 程 投 资 中 已

安 排 部 分 资 金 用 于 沟 道 治 理 和 重 要

建筑物的翻建。
（2）排水沟治理措施

沟道整治包括清淤、 治理塌坡、
改 造 建 筑 物 和 治 污 等 四 方 面 ， 其 中

难 度 较 大 的 是 治 理 塌 坡 和 污 染 。 沟

道 塌坡 与 土 质 、地 下 水 运 动 及 冻 融 、
管 理 和 设 计 等 因 素 有 关 ， 主 要 原 因

是 沟 道 边 坡 存 在 流 沙 。 宁 夏 在 沟 道

塌 坡 治 理 方 面 已 进 行 了 多 年 探 索 ，
提 出 了 一 些 技 术 可 行 的 防 塌 措 施 ，
如 适 用 于 治 理 中 轻 度 塌 坡 的 埋 设 波

纹 管 排 水 固 坡 技 术 ， 适 用 于 治 理 重

度 塌 坡 的 砂 袋 桩 与 波 纹 管 排 水 联 合

固 坡 技 术， 另 外 还 有 干 砌 石 护 坡 与

土 工 布 反 滤 固 坡以 及 柳 桩 麦 草 护 坡

等治理塌坡措施。
（3）发 展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减 少 排

水压力

多年引排水量资料分析表明，引

排 比 基 本 一 致，多 引 则 多 排，少 引 则

少排。 因此，在灌区大力发展节水灌

溉技 术，减 少 引 水 量，不 仅 节 约 水 资

源，而 且 直 接 减 少 排 水 ，相 当 于 增 加

了排水效益。
（4）控制沟道污染

要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最终实

现污水的达标排放。 目前条件下要积

极 配 合 环 保 部 门 建 立 污 水 入 沟 排 放

许 可 制 度，实 行 排 污 总 量 控 制 ，遏 制

沟道污染愈加严重的局面。 银川市第

一污水处理厂已投入使用，对于改善

银新干沟的水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2.管理措施

（1）进一步明确主管部门和管理

单位

骨 干 排 水 沟 应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由

各市县水务部门管理；市县水务部门

要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切实加强对

排水沟道的管理，建议将沟道的日常

管 理 和 后 续 建 设 纳 入 自 治 区 “黄 河

杯” 基本农田建设中统一考核奖惩，
切实改变重灌轻排的局面。 目前，随

着水务一体化管理的深入，应实行灌

溉与排水统一管理，这是水管体制改

革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
（2）制定制度，明确责任

专 管 机 构 要 按 工 程 管 理 要 求 建

立一整套沟道管护制度。 如骨干沟道

的经常性巡查制度、 岁修制度等，切

实把管护职责落到实处。
（3）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

各 级 水 务 主 管 部 门 应 加 快 深 化

管 理 体 制 和 机 制 改 革 ， 加 强 内 部 管

理，努 力 提 高 管 理 水 平 ，节 省 管 理 支

出，争取把更多的水费收入用于灌区

改造工程建设中，其中包括排水沟整

治和维护。
（4）将沟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制订《宁夏引黄灌区沟道管理办

法》，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防止人为

破坏沟道，如随意从沟堤开口，破坏、
侵占沟堤，沟内打坝、设障，随意向沟

内倾倒垃圾等。
（5）加强前期工作深度

在灌区改造规划设计中，要进一

步加强沟道工程的设计深度，要与渠

道工程同等对待，加强沟道的前期工

作力度，为沟道整治工程建设和管理

打下良好的基础。

3.治理经费

为实现沟道的正规化管理，必须

保证沟道管理和日常维护的经费，可

从水费中划拨出一定比例。 2007 年自

流灌区水价提价文件明确要求，提价

的 5 厘钱中包含 1 厘钱的排水费，但

该项资金至今没有得到落实。
要 因 地 制 宜 、创 新 机 制 ，拓 宽 排

水 沟 道 的 功 能 和 用 途， 有 条 件 的 沟

道，可 建 立“以 沟 养 沟”的 良 性 机 制。
如与旅游开发结合， 与灌溉结合，利

用 沟 道 回 归 水，沟 渠 水 混 灌，充 分 发

挥其效益。 ■
参考文献：

[1] 《宁夏水利新志》编纂委员会.宁夏

水利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张金慧

农村水利

42


